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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虎來旺；元旦假期在住家鄰近的曹公新

圳鳥松段（第六河川局主辦，灌排分離工程，施

工中）兩岸，作兩次鳥類調查；騎著單車至鳥會

認養已 10 年的鳥松濕地，探視將進行疏浚工程的

「大池」，是否有民眾為撈捕苟延殘存的外來種魚

類（魚虎、筍殼、吳郭魚…）而身陷泥沼；參與

2010 年第一次中寮山據點的例行活動，與新政、

木村、志成等多位鳥友輾轉至旗山溪的溪州段，

一探歷經「八八水災」蹂躪、摧殘後的景象，大

夥藉著單筒望遠鏡，驚喜地看到 200 米外竟有罕

見的凟鳧、羅文鴨，與近百隻的小水鴨，不是正

在覓食、戲水、理毛，就是在沙洲上發呆，而魚

鷹、蒼鷺、小辮鴴更是常來此「Long Stay」。 

從元旦起，在高捷左營站新光三越百貨 B2

彩虹廊長達 52 天的「台灣鳥類生態攝影展」（郭

耿光伉儷雙人展；近百幅 40”X30”鉅作），由高雄

鳥會榮幸地承擔全程的導覽解說活動，動員的場

次與解說員人次，在南台灣的生態團體中，誠屬

空前規模。在紛擾的 ECFA 與縣市合併的政經議

題交叉火網下，南部民眾可望扶老攜幼前往參

觀，藉以洞窺或體驗台灣鳥類之美，進而認識生

態環境與生活品質是息息相關、不可分離的。 

鳥松濕地公園是首座以濕地為主題的公園，

兼具民眾休憩及觀賞濕地生態、濕地教育推廣的

功能暨場所。由於它屬於開放的環境，放生與棄

養的行為，已造成環境與生態的破壞，因此外來

種的移除成為濕地管理的一大重點。縣府觀交處

與本會為推廣生態保育理念，扛起保育的角色，

所安排的「外來種移除一日志工體驗活動」，在縣

長偕同總幹事阿海與鳥友邱新漢的撈除外來魚種

活動，宣達「不購買、不飼養、不棄養外來種生

物」的守則，感謝參與活動的所有鳥人！ 

新年假期兩度的鳥調，無意中發現「曹公圳

鳥松段」的洩水孔竟成為棕沙燕的巢穴，近 30

隻銜材築巢的棕沙燕進出頻繁，甚為奇觀；牠尋

不得河床、岩壁、沙壁以築巢，為繁衍下一代而

適應水泥化工程的宿命，鳥人似乎得謝謝水利署

的專業領域與「無意插柳柳成蔭」。至於旗山溪溪

洲段的景象，歷經八八水災，依然枯流木四處橫

陳，斷橋、塌堤、亂磊依舊殘存，農地、沙洲交

錯難辨。從上游到下游的國土治理陳疴，一一成

形現身；台灣的國土規劃究竟出了甚麼問題？山

林為何如此脆弱？政府單位認為治水應靠疏浚與

工程解決災害，但生態環保團體卻表示治水政策

僅止於治標，國土復育才是首要之務，否則災害

地景只會不斷複製、重演。雖然，凟鳧與小水鴨

於枯水期還是有可能徜徉、覓食、嬉戲在沙洲、

浮覆地、潺潺水流間。 

可是 2020 年呢？2050 年呢？牠們還會來

嗎？ 

 

 

 

 

旗山溪的瀆鳧（王健得 攝） 


